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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术证明 
 

中国人社会心理特征与自我观有关 
 

张力 首都师范大学心理学系 
 

  早在 20 世纪初，A.H.史密斯就描述了中国人社会心理中的某些特征，时至今日，其中的某
些特点(如关于中国人时间观念的论述)早已钝化或者消亡。然而，当今中国人某些固有的社会心
理特点不仅未能随着文化的交融而消失，反而愈加突出地体现在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。这些特点

既有正性的，如重视亲情、敬老、隐忍等，也有相对负性的，如好面子、小团体倾向、官本位倾

向等。 
  “互倚的”自我观凸显中国人社会心理特征 
  造成这些社会心理特征的原因很复杂，有其广泛的历史文化背景。然而，笔者认为最核心的

在于中国人的自我观，中国人更突出社会的自我，秉持一种“互倚的”自我观。实际上，这种“互

倚的”自我观也可以理解为一种“关系中的自我”。其哲学基础在于中西方哲学对自我看法的侧

重点是不同的，西方哲学讨论个人认同问题，强调自我的主动性；而中国哲学几乎从不讨论个人

认同问题，而是强调自我与他人关系的重要性，强调社会对个体自我的约束，从而展现出自我的

局限性。对于大部分中国人，至少“内隐地”坚持着一种倾向，即没有关系，就没有自我。正因

为持有这种自我观，所以从社会群体的角度看，中国人不仅讲究过年回家团圆、孝顺长辈(重视亲
情)，也更需要在乎别人怎么看自己(好面子)，更需要维护自己和熟悉他人的亲密关系(小团体倾
向)，也更需要从这种亲密关系中维持地位和获得利益(官本位倾向)。 
  中国人的自我包含母亲等亲密他人 
  自 2002年，笔者开始通过功能性磁共振成像(fMRI)技术考察中国人自我观的神经基础。研究
借用了一种称为“自我参照效应”的研究范式，即向研究对象呈现一些褒义的或贬义的人格形容

词(如勇敢、懒惰、浪漫等)，然后请其判断这些形容词是否适合描述自己。为了比较人际关系，
笔者还请研究对象针对母亲、名人等进行判断，同时进行MRI扫描。结果发现，对于中国人，自
我参照项目的记忆成绩显著优于他人参照项目的记忆成绩，但母亲是个例外，即母亲参照和自我

参照的记忆成绩没有显著差异，这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中国人的自我并不是完全独立的，而是包

括母亲等十分亲近的人。进一步的 fMRI结果从神经层面上证实了我们的分析:在进行自我参照和
母亲参照时，中国人的腹内侧前额叶出现了明显的激活。为了便于比对，我们还利用同样的范式

扫描了同质的西方人，结果发现，在行为水平上，西方人的自我参照是完全独立于他人参照的，

母亲参照和自我参照的记忆结果也存在显著差异；同时，西方人只有自我激活了腹内侧前额叶。

鉴于已有大量文献证明这一脑区与自我参照有显著相关，我们可以说，西方人的自我是“独占”

了这一脑区，而中国人的自我是与亲密他人(在这里是母亲)“分享”了这一脑区。此项研究结果
暗示，大脑可以调控复杂的认知过程，同时文化也影响着大脑的功能组织，中国人与西方人自我

观的差异可以在大脑中找到原因。 
  研究表明，人类的大脑功能虽然稳定，但具有强大的可塑性。一项关于文化启动的研究证实，

如果自我结构是在文化的影响下形成的，是一种习得的认知结构，那么，既受西方文化影响又受

东方文化影响的个体，可能同时具有独立型自我结构和互倚型自我结构。此外，使用文化启动的

方法还可以单独启动独立型自我或者互倚型自我。研究以中国香港人为研究对象(具有双重文化的
群体)，要求他们读一篇叙述旅游观感的短文，在启动独立型自我的条件下，短文的主人公是“我”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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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启动互倚型自我的条件下，短文的主人公是“我们”，除此之外，两种条件下的短文一模一样。

结果发现，在启动了独立自我表征之后，脑激活的模式倾向于西方人自我的激活；而在启动了互

倚自我表征之后，脑激活的模式倾向于中国人自我的激活。可见，以大脑为基础的自我结构并非

一成不变。 
  自我加工>他人加工 
  自我加工>母亲加工 
 

 
 
  ●中国人和西方人在自我、母亲和他人参照加工下激活的脑区(与他人参照相比较，中国人和
西方人的自我参照加工都激活了腹内侧前额叶(图中红色部分所示)，但是与母亲参照相比较，只
有西方人激活了腹内侧前额叶。这证明中国人的自我和母亲“分享”了这一区域，而西方人的自

我“独占”了这一区域。) 


